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印发关于推动淄博高新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部、局、中心，四宝山街道、中埠镇，市驻区各部门、

单位，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推动淄博高新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推动淄博高新区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

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加快技能型城市建设，根据《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中办发〔2021〕43 号）和省、市有关要求，

现就推动淄博高新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

措施。

一、完善职业教育管理机制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各级各类职业院校

（含技工、技师院校和职业培训学校）党的建设，把党的

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

把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

人才培养全过程，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责任单位：

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组织人事部、宣传新闻中心、人社

中心，黑体为牵头部门，下同）

（二）强化职业教育区级统筹。统筹职业院校发展规

划，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职业院校空间布局，

合理确定办学规模，推进职业院校错位、特色发展。统筹

专业设置调整，依据地方产业发展，鼓励学校开设地方急

需的新兴专业和紧缺专业，优化提升传统专业，撤并整合



就业率低的专业。统筹资源共建共享，构建政府统筹管理、

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

打破学校类型界限和条块分割，集约利用职教资源。（责

任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人

社中心、高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三）促进职普教育横向融通。建立中职学校与普通

高中“1+N”合作发展机制，组建办学共同体，开设职普

融通班，提高联合育人水平。推进职业启蒙和劳动教育覆

盖所有中小学，依托职业院校建成 1 个以上市级中小学职

业启蒙和劳动教育基地，大力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培养学

生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责

任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人社中心）

（四）深化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各层次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等方面有机衔接。（责任单位：

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

二、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

（五）开展职业院校标准化建设。实施中职学校提质

培优行动，依托中德莱茵智能科技学校，充分发挥其“中

德合作、智造创新、产教融合”三大特色，采用“产业学

校+教学工厂+产业园区”的运营模式，致力于打造“产业

赋能教育-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产业”的区域性、行业



性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生态。根据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办

学质量考核办法，积极提升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努力打造

高水平中职院校。（责任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发

展和改革局、人社中心、高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城

投公司）

（六）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按照多元化投入、市

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方式，依托中德莱茵科斯特智能

制造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市级公共实习实训基地。（责任单

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人社中心、城投公司）

三、大力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七）实施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围绕支柱产业、主导

产业和新兴产业，建设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等中职（技工）

特色化专业。（责任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人社中

心）

（八）开展专业调整优化。优化高新区中等职业院校

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精准对接机制，推动专业链、人

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构建高效服务地方产业

发展人才培养体系。支持辖区中职学校围绕地方新兴产业

发展方向，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开展专业调整申报备案工

作，大力培养与产业发展相衔接、与市场需求相适配的高

素质技能人才，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发展赋能。（责任

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



（九）全面深化“三教”改革。开展教师职业技能大

赛和教学能力比赛，选树一批技能名师工作室和教学创新

团队。深化教法改革，开展项目教学、情境教学和模块化

教学，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挖掘一批职业教学

典型案例。深化教材改革，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开发建设

地方特色教材、行业使用教材和校本专业教材。（责任单

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人社中心）

（十）举办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辖区内职业院校

积极承办全国、全省、全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鼓励各职

业院校在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等比赛中争金夺银。（责任单位：教育和体育

事业中心、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人社中心）

四、优化职业教育社会服务

（十一）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优化职业教育和人

力资源开发的规模、结构和层次，将产教融合列入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以行业为支点、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

为主导，打造一批引领产教融合的标杆行业，培育一批行

业领先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深化校城融合发展，支持职业

院校紧紧围绕专业建设，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人才培

养引进。（责任单位：发展改革局、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

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十二）深化校企合作办学。引导职业院校与地方优

质企业开展技术协作，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

术转移机构和创新创业空间，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

级和产品研发。支持企业自办、合办职业教育，放宽职业

教育办学准入条件，鼓励企业依法开展多种形式办学，按

规定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紧密结合先进制造业集群与生产

性服务业，探索“政校企行”、“企业托管”、“行企校”

等合作办学模式。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把企业参与校企合

作的情况，作为各类标杆企业选树的重要参考。教育、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把校企合作成效作为评价职业院

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内容。（责任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

心、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人社中心）

（十三）畅通技能人才就业渠道。提高技术技能人才

社会地位，落实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招聘、职

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搭建校企“面对面”平台，组织师生走进企业、了解企业，

定期举办校企供需见面会。搭建校企“键对键”网络平台，

利用齐鲁产教融合服务平台，及时发布产业人才需求信息

报告，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互联互通。

（责任单位：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人社中心）



（十四）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依托各级各类职业

院校，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技能人才培训范围。

引导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建设共享性职工培训基地。面向

企业职工、社会人员再就业开展技能培训，面向社区人员

实施终身教育。（责任单位：人社中心、教育和体育事业

中心）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

发生变化，按上级政策规定执行。


